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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中考 “百分改革” 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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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省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将中考体育分值提升至与语数外等同的100分的省份,以云南省

体育中考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调研、考证,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其后续配套方案

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云南省中学生的身体素质与机能多项指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而体育中考却出现与之不相符的高平均分及满分率结果,造成分值效能不高,应科学制定考试

标准,使分数符合正态分布。受升学指挥棒影响,体育应试化问题逐渐显现,不利于学生的运动兴趣

和专项技能培养,应出台配套方案,保障政策落地,对教学过程严格管控,同时充分调动学校、家长

参与,从小学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考虑到特殊学生群体的公平性问题,提出应分类讨论,区别对

待,对于肥胖、瘦弱、矮小学生群体,按不同等级提供新的评价办法,对于残疾学生群体,提供专门

的残疾人体质健康测试标准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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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将

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改进

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

并逐步提高分值[1]。在当月16日教育部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指出,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

增加分值,要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2]。云

南省率先将中考体育提升到跟语文、数学、外语

同样高的100分,成为全国体育中考改革的先行

者。其实早在2019年12月云南省教育厅就出台

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总

分100分,分值、权重与语数外等同。这对引领

全国体育中考改革,加强中学体育教育,促进学

生体质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出现了一系列

的衍生问题。本文以云南体育中考改革为案例,
对相关衍生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旨在为其后续制

定相关支撑性、补充性政策及配套方案,以及其

他省份的体育中考改革提供借鉴。

1 标准制定的问题与分析

1.1 高满分率的分值效能问题

将体育分值提升至100分,并不表示在效能

上做到与语数外等同,而分值效能比分值本身更

为重要。通过对全国64个城市的体育中考测试

项目得分标准进行对比发现[3],云南省初中生耐

力、爆发力、柔韧三大核心指标评分标准均低于

调查地区的平 均 水 平。云 南 省 体 育 中 考 男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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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分别低于81.25%和78.64%的调查地区,

1
 

000
 

m和800
 

m与满分标准最高的深圳相差了

29
 

s和32
 

s之多。立定跳远测试得分标准中,
云南省 男、女 生 满 分 标 准 分 别 为 2.38

 

m 和

1.95
 

m,低于72.78%和57.62%的调查地区,
与 满 分 标 准 最 高 的 佛 山 相 差 了 0.31

 

m 和

0.26
 

m。只有不到三成的调查地区采用了坐位

体前屈进行柔韧素质测试,云南省坐位体前屈满

分标准为男生15
 

cm、女生18
 

cm,而 《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4]中男、女生满分标准分别为

21.6
 

cm和23.5
 

cm,差距较为显著。
有研究显示[5],云南省中学生身体素质与机

能多项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13—15
岁初中生肺活量全部低于全国同龄学生的发展水

平,其 中 初 中 男 生 分 别 低 于 全 国 同 龄 学 生

245.7
 

ml、352.2
 

ml和331.2
 

ml;初中女生肺

活量分别低于全国同龄学生39.4
 

ml、15.0
 

ml
和85.1

 

ml。以测试下肢爆发力为目标的立定跳

远项目中,云南省13—15岁初中男生的成绩低

于全国同龄学生的平均水平,分别落后3.3
 

cm、

4.8
 

cm 和5.7
 

cm。速度素质测验中,云南省

13—15岁初中男生均落后全国同龄学生0.4
 

s。
除16—18岁女生部分测试项目外,其余年龄段的

中学生身体素质与机能均低于全国同龄学生水平。
我国自1985年开始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连续25年下降,直至2015年,我国青少年儿

童体质部分指标 “触底反弹”,呈现出 “稳中向

好”态势[6-7],但下滑的总体趋势仍未得到根本

扭转[8]。教育部数据显示[9],2018年全国学生

体质 达 标 测 试 合 格 率 为 91.91%,优 良 率 为

30.57%。而2019年昆明市5所中学的调查结果

显示,学生的中考体育平均分分别为49.70、

49.86、49.37、49.72和49.96,部分学校的满

分率达到了97%。云南省体育中考成绩优良率

明显高于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平均水平。通过

对多项研究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云南中学生身

体素质与机能多项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有

中考体育的高平均分甚至高满分率,不能客观反

映初中生身体素质、机能和体质健康水平。

1.2 评分标准的科学性问题

分值效能低只是表现形式,其根源在于评分

标准制定得不够科学。评分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合理的评分标准会使学生的考试成绩接近正态分

布,能够区分个体间的体育学习锻炼效果。当标

准制定得过低时,极高的满分率和成绩的高度趋

同,会使分值效能大幅下降[10]。云南省中考体

育的标准制定得就过低,造成较高比例的高分或

满分率,其分值效能仍然处于改革前的较低水

平,分值并未体现出其应有的评价、区别功能,
导致体育中考也没有起到相应的选拔和甄别作

用,可见分值的提升与改革目标间还存在巨大鸿

沟。从实际情况来看,体育教师与体育课程的地

位并未获得明显提升,学校对体育教育资源的配

置倾斜依然不强,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发挥有限。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家长、学生的重视程度,应

该继续坚持体育课程与其他传统主科地位等同的

理念,让中考体育的成绩向传统主科看齐,更要

进一步提高对分值的内涵与价值的认识,科学制

定中考体育评分标准,在效能层面对 “分质”进

行研究和挖掘,合理设置区分度,使之符合正态

分布曲线[11],不断提高体育中考的科学性、客

观性和有效性。

2 体育应试化的问题与分析

体育中考改革必须要重视教育过程中学生的

体育运动参与兴趣,这也是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青少年体育 “十
三五”规划》等政策文件倡导的终身体育的要

求,因此要警惕学校体育多元基础性发展目标被

单一的 “达标体育”目标所取代。初中体育教育

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中考体育改革举措必

须要符合国家政策指导方向,遵循学生身体发展

的基本规律。随着当前体育在中考中权重的不断

提升,体育应试化的一些问题逐步暴露了出来。
在升学这一指挥棒的作用下,有些学校的体育教

育并不以学生的身体健康和长远发展为目标[12],
其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完全围绕中考体育考试项

目,“考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体育课由此变

成了纯粹为应试而开展的训练课[13],这极大限

制了学生的专项技能学习,抑制了学生的运动兴

趣。从长远来说,学生通过 “应对”中考达到身

体素质的短暂提升后,身体素质必然将持续下

滑[14]。用应试的手段只是提高了学生的体育中

考分数,但其锻炼习惯并未得到有效培养和很好

延续,这违背了学校体育的育人功能和体育中考

改革的初衷。
目前的体育学业评价过于重视学生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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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定,引起社会对学生 “上了12年体育课,
却没有学会一项运动技能”的质疑[15]。进入大

学前,学生学习了大球、小球、田径、体操、武

术等近20个项目,对主流运动项目也能略知一

二,但很少人能够做到熟练掌握运动技术并产生

兴趣。体育中考的技术考试方案也没有发挥兴趣

引导的作用。有专家指出,“当前体育中考技术

类考试不够科学,篮球绕杆跑达到满分,并不代

表学生会打篮球、喜欢打篮球,中考完了可能一

辈子都不再碰篮球。”[16] 云南等地区采用的排球

自传自垫考试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生考试

分数和考试技能的提高并没有培养起学生对排球

的学习兴趣,也无法有效提高对排球的专项认知

水平。很多学生排球考了满分,但是不会发球,
不清楚排球规则,只能做出排球运动中不可能出

现的自传自垫,对其他方向的来球无法完成传

垫。技术考试与专项运动之间、考试专项技术学

习过程与专项兴趣之间都呈现出较为严重的断裂

状态。
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全面考虑、

统筹规划,更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

补缺。面对中考体育改革中应试化加剧所带来的

负面问题,要深入研究、精准制定后续的系列配

套方案。对教学过程要严格管控,减少单纯只为

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要严厉打击将体育课变成

功利性强的训练课的短期行为。学习兴趣是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力,体育教育过程要始终

以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和终身体育习惯为中心,激

发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热情与主动性。要让体育中

考改革的指挥棒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够始终引导

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出

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调动学校、家长等力量的参

与,积极宣传、引导,使其意识到小学阶段培养

体育基础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就掌握一

到两个体育项目的技术能力,享受到体育锻炼的

乐趣,减少或抵消 “考什么,练什么”的影响。
要协调好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真正

促进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有效实施,推进

“熟练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和终身体育”等目

标的实现。

3 特殊学生群体的公平性问题与分析

3.1 肥胖、瘦弱、矮小学生群体的公平性问题

201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7—18岁

中小学生中心性肥胖的发生率已高达21.7%[17],

BMI筛查的超重肥胖率为17.5%[18]。 《昆明市

2018年居民健康状况评价报告》显示,2018年

昆明市中学生肥胖率为13.95%,与2017年相

比有所上升[19]。体育中考改革要兼顾各类学生

群体,除了数量规模较大的肥胖学生群体外,瘦

弱、矮小等学生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同样需要关

注。目前,云南省中考体育考试方案中对达到过

度肥胖、瘦弱、矮小指标的学生实施免考,按满

分60%分数计分。现有政策充分体现了分类设

置、特殊对待的人文关怀,但对该部分学生群体

的激励效能明显不足,该部分学生恰恰是最需要

通过政策引导、施加干预、增进健康的群体。在

体育中考实践中,有些学生利用政策漏洞打起歪

主意,不想通过体育锻炼提升考试成绩,而将达

到免考资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如有的肥胖学

生为了达到免考资格标准继续增重,有的瘦弱学

生为了达到免考资格标准努力降体重。
因此,对于该学生群体,可采用基础分和测

验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既保证了对特殊群

体学生的客观性与公平性,也给予了学生通过努

力获取高分的政策激励空间。进一步,还可以设

定肥胖、瘦弱、矮小的不同等级,相应设定不同

的基础分值,以及提高分值的不同评分标准,以

激励学生通过科学的体育锻炼改善身体形态,提

升机能、素质与健康水平。

3.2 残疾学生群体的公平性问题

第2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云南

省学龄残疾人约为7.8万人[20],云南省残疾儿

童入 学 率 达 到 了 85.16% 的 较 高 水 平 (2008
年)[21]。随着 “残健融合”教育理念的不断普及

深入,以及残疾学生随班就读模式的逐渐完善,
残疾学生进入普通学校进行学习的比例不断提

升[22]。目前云南省体育中考实践中,因缺乏残

疾学生体质健康评价标准等原因,残疾学生可申

请免测[23]。《云南省初中学生学业水平体育科目

考试对伤、病、残考生的处理办法》规定,对丧

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经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确认,可获免考资格,按满分80%分数计

分[24]。一直以来,我国残疾学生体育考试理论

研究和实际操作均相对滞后[25]。《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和体育中考方案均没有发挥教育、引

导和激励残疾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功能,而对残

疾人群来说,其体适能水平更低,肥胖率和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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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风险更高[26],对科学运动的需求更为迫切。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5种适用于青少年体

质测试的工具,其中专门为残疾青少年设计的测

试工具主要有美国的 “Brockpor
 

Physical
 

Fit-
ness

 

Test”和 欧 洲 的 “The
 

Eurofit
 

Special
 

Test”。国内已有学者对残疾人青少年体质健康

测试及标准进行系统研究[23,27]。应进一步优化

残疾学生考试方案,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结

合云南省残疾学生的客观实际,在兼顾人文精神

和公平、激励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残疾学生

体育中考方案优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充分保障

残疾学生体育锻炼和体育中考的权利,使其能够

从中考体育改革中成长、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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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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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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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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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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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500,China)

Abstract:Yunnan
 

Province
 

is
 

the
 

only
 

province
 

in
 

the
 

country
 

to
 

raise
 

the
 

sports
 

score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o
 

100
 

points
 

equivalent
 

to
 

the
 

score
 

of
 

Chinese,
 

math
 

and
 

English.
 

Taking
 

the
 

sports
 

test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and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i-
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ts
 

subsequent
 

supporting
 

scheme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many
 

indicators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and
 

func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but
 

the
 

results
 

of
 

high
 

average
 

score
 

and
 

full
 

score
 

rate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m
 

in
 

sports
 

middle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resulting
 

in
 

low
 

score
 

efficiency.The
 

examina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formu-
lated

 

scientifically,
 

so
 

that
 

the
 

scores
 

meet
 

the
 

normal
 

distribution.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examination
 

standards
 

to
 

make
 

scores
 

conform
 

to
 

normal
 

distribution.Under
 

the
 

pressure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examination-orientedproblem
 

is
 

gradually
 

emerging,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tudents’
 

sports
 

interest
 

and
 

special
 

skills
 

training.
 

Supporting
 

plans
 

should
 

be
 

issu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be
 

strictly
 

con-
trolled.

 

At
 

the
 

same
 

time,
 

schools
 

and
 

parents
 

should
 

be
 

fully
 

mobiliz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sports
 

interest
 

from
 

primary
 

schools.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of
 

special
 

student
 

group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y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treated
 

in
 

different
 

ways.
 

For
 

obese,
 

thin
 

and
 

short
 

students,
 

new
 

evalu-
ation

 

methods
 

should
 

be
 

provided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pecial
 

physical
 

health
 

test
 

standards
 

and
 

program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disabled
 

students.
Key

 

words:Yunnan
 

Province;
 

sports
 

test;
 

reform;
 

problems;
 

standard
 

formulation;
 

examination-ori-
ented;

 

special
 

stude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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